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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版是根据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的《高等工业学校机械原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1995年修订版）
》（以下简称《基本要求》）进行全面修订的，它适用于机械类各专业。
书中大部分是《基本要求》所规定的内容，有*号的内容为扩充材料，供不同学时数和不同专业的教
学需要，或因材施教及自学提高之用。
　　本版修订前，编者广泛听取了有关学校师生的意见，并吸取了第六版问世七年来在教育改革实践
中的经验（编者参加的机械原理课程组被评为江苏省一类优秀课程组，这门课程的教学被江苏省评为
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质量一等奖）。
修订时编者经过了多次集体讨论，力争吃透《基本要求》精神，明确修订重点和方案。
《基本要求》明确指出：机械原理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掌握机构学和机械动力学的基本理论、基本
知识和基本技能，并初步具有拟定机械运动方案、分析和设计机构的能力”。
因此，编者在修订中，除继续努力精选有关“三基”的内容外，还突出了“机械运动方案的拟定”及
“分析和设计机构的能力”方面的内容介绍，吸收了国内有关教育改革和科学研究的成果。
如系统论述了机械运动方案的拟定在整个机器设计中的地位和内容，并结合例题介绍了具体步骤；重
点说明了机构组合和机构选型在机械运动方案拟定中的作用，特别是机构组合后的设计方法及机构选
型的评价问题，使理论和实际结合更为密切。
在平面连杆机构和凸轮机构方面，内容有较多的更新。
在齿轮机构、轮系和其他常用机构以及机械动力学的有关内容也都作了细致的精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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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前六版的基础上，根据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的《高等工业学校机械原理课程教学基本要
求（1995年修订版）》进行全面修订的。

　　本书除绪论外共十三章，包括机构的结构分析、平面机构的运动分析、平面连杆机构及其设计、
凸轮机构及其设计、齿轮机构及其设计、轮系及其设计、其他常用机构、机械运动方案的拟定、平面
机构的力分析、平面机构的平衡、机器的机械效率、机器的运转及其速度波动的调节、计算机在机构
分析和综合中的应用。
此外，书末还附有各章思考题和习题以及常用的图表。

　　本书可作为高等工业学校机械类各专业的教材，也可供有关教师及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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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平面机构的结构分析机构的结构分析就是将已知机构分解为原动件、机架、杆组，并确定机
构的级别。
它与杆组扩展形成机构的过程正好相反，一般是从远离原动件的构件开始拆组。
结构分析的要领是：1）首先除去虚约束和局部自由度，将机构中的高副全部以低副代替，并用箭头
标注出机构的原动件。
2）先试拆拆n=2的杆组，如不可能，再依次试拆n=4和n=6的杆组。
当分出一个杆组后，第二次拆组时仍须从最简单（n=2）的杆组开始试拆，直到剩下机架和原动件①
为止。
3）杆组的增减不应改变机构的自由度。
因此拆组后，剩余机构不允许残存只属于一个构件的运动副和只有一个运动副的构件（原动件除外）
，因为前者将导入虚约束，而后者则产生局部自由度。
　　以图1-1大筛机构为例。
首先，画出其低副代替机构，并在原动件上标注箭头，如图1-25所示。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机械原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